
評量只為評分嗎？ 

透過以學習者為主體的評量，協助學生成為自發主動的學習者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蕭儒棠】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精神，以「自發」、「互動」及「共

好」為理念，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學校教育應善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

引導學生妥善開展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各種互動能力，協助學生應用

及實踐所學、體驗生命意義，願意致力社會、自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共同謀求彼此

的互惠與共好。 

有別於傳統教師對學生評量、評量只是個評分工作、評量就是學習的結果，若能

運用「以學習者為主體的學生自評與同儕互評」，並進一步彰顯「學生自評與同儕互

評的積極目的」，在教學現場引入學生自評和同儕互評，將有助於學生成為自發主動

的學習者。 

以學習者為主體的學生自評與同儕互評 

（一）誰來進行評量？ 

評量是不可或缺的學習工具，它可以用來確定學生學到了什麼，支持學生持續地

學習，並獲得預期的學習成果。若學生如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所強調的，成為自發主

動的學習者，那麼當然就應該是評量的主人，學生應該能透過評量，了解學習應有的

狀態、學習目前的狀態，乃至於學習的下一個狀態。學習的每個階段都可能是評量的

時機，例如，在完成課堂學習任務、口頭報告，或家庭作業的前、中、後，讓學生進

行學生自評或同儕互評，都是培養學生熟練評量的技巧，並對自己的學習負責任的時

機。 

長久以來教師獨自完成評量的任務，學生只是被評量的對象。若學生將成為自發

主動的學習者，我們需要將部分評量的責任轉移給學生，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中，教師

必須不斷提醒自己，學習的最終目的是學生能夠學會評估自己的學習狀態，進而達成

預期的學習狀態。透過評量責任的轉移，培養學生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進而成為自

發主動的學習者。 



（二）評量得到什麼？ 

若學生將成為自發主動的學習者，我們需要將部分評量的責任轉移給學生。然而，

學生不可能天生就具備自我評量能力，他們首先需要學習如何客觀地得到評量的結果。

評量規準是評量時常用的客觀工具，其內容一般包含基準清單，說明學習表現的重要

向度；以及每個向度的表現分級，分別對優秀、中等和待改進的學習表現給予具體的

表現描述。評量規準的內容陳述學生的學習表現，常作為學習表現的配分說明，然而，

由於評量規準的內容用於評分時必須描述學生的具體表現，因此，評量規準同樣可作

為學生學習時的學習工具。 

評量規準中針對優秀、中等和待改進等不同等級的具體表現描述，目的是提供學

生在學習過程中，階段性或等級性目標的描述，評量時可以依據這些具體描述給予分

數，當然也可以藉由這些具體描述，判斷自己當下的學習狀態，並了解進一步達成預

期學習狀態的改進方式。評量的結果當然能得到「分數」，但更重要的是能透過「分

數」所對應的「表現」，也就是評量規準中，針對優秀、中等和待改進學習表現所給

予的具體描述，了解當下的學習狀態。 

（三）評量後做什麼？ 

依據評量規準中針對學習表現所給予的具體描述確認自己或同儕目前的學習狀

態，只是自評或互評的部分評量結果，如果評量是學習的一部分，評量如何幫助學習？

在學生自評和同儕互評中，學習者可以透過評量規準的具體表現描述，知道自己或同

儕當下的學習狀態，也可以比較不同學習狀態的差異後，透過「回饋」的方式，了解

自已或同儕當下學習狀態的不足，甚至能進一步了解進入下一個學習狀態的可行方案。 

「回饋」依據其功能可分為向上回饋（feed-up）、向後回饋（feed-back）和向前回

饋（feed-forward）三種回饋形式，它們分別回答老師和／或學生提出的三個主要問題：

「我的目標是什麼？」、「我做到了什麼？」，以及「我怎麼做會更好？」。 

向上回饋：向上回饋是針對學習目標的設定和期待，它回答「我的目標是什麼？」

這類的問題，幫助學生了解他們所追求的標準和期待的結果。透過向上回饋可以提供

明確的學習目標和標準，幫助學生知道他們正在追求的方向和如何提高自己的表現。 

向後回饋：向後回饋關注學生當下的學習成果和表現，它回答「我做到了什麼？」



這類的問題，旨在評估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進展程度。透過向後回饋可以幫助學生了

解他們當下的學習表現，作為進入下個學習表現階段的參考。 

向前回饋：向前是關於學生如何進入下個學習表現階段的反思與建議，它回答「我

怎麼做會更好？」，目的在針對學習目標、期望的結果和策略，提供具體的建議和指

導，以取得更好的成果。 

學生自評與同儕互評的積極目的 

在學生自評與同儕互評過程中，學生運用評量規準進行自評或互評僅是其外在的

形式，其內在目的是為了培養學生具備「了解學習目標」、「確認學習狀態」和「反思

學習進程」的自我調節能力，進而成為自發主動的學習者。 

（一）了解學習目標 

若教師和學生都能確實了解學習的目標和達成目標的標準，學習將更容易，是有

效學習的關鍵因素。「向上回饋」是關於學生對學習目標的理解，在自評與互評過程

中，透過「向上回饋」回答的問題是「我要走去哪裡？」、「我的目標是什麼？」。若

學習目標具有適當的挑戰性，回答這類問題時，學生可參考評量規準中關於學習表現

的具體描述，進一步確認預期的學習目標，並以現有的成果作為釐清學習目標的參考。 

（二）確認學習狀態 

透過評量規準關於學習表現的具體描述，學生可以確認自己或同儕當下的學習狀

態。「向後回饋」是關於學生在實現學習目標方面的進展，在自評與互評過程中，透

過「向後回饋」確認學習狀態，回答的問題是「我走到哪裡了？」、「我做到了什麼？」。

回答這個問題涉及教師（或同儕，任務或自我）提供與任務或績效目標相關的資訊，

通常與某些預期標準，先前的表現和／或任務特定部分的成功或失敗有關。 

（三）反思學習進程 

確實了解學習的目標和達成目標的標準，且確認了自己當下的學習狀態後，學生

可進一步思考如何讓學習的表現更好。「向前回饋」是關於學習過程中進入下一個階

段的反思，在自評與互評過程中，透過「向前回饋」反思學習狀態，回答的問題是「我

要走向哪裡？」、「我怎麼做會更好？」。回答這些問題時，學生可參考、比較評量規



準中，優秀、中等和待改進等學習表現所給予的具體描述，反思自己或同儕學習成果

的優缺點，進而思考自己或同儕的學習成果如何進一步改善。 

結語 

本文結合「以學習者為主體的學生自評與同儕互評」，以及「學生自評與同儕互

評的積極目的」，說明在學生自評與同儕互評過程中積極運用評量得到的回饋，反思

並進一步調整自己的學習成果，將有助於實踐課綱中關於「成為自發主動的學習者」

的理想。此外，透過學生自評與同儕互評的過程，也有助於實踐十二年國教「自發」、

「互動」及「共好」的理念。學生透過學生自評反思自己的學習狀態、理解自己的學

習需求，並評估自己的學習表現，使自己逐步成為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同儕互評則透

過給予同儕評估結果與回饋建議的過程，開展與自我、與他人的互動能力，累積溝通

互動的經驗，進而分享彼此的知識、觀點和經驗，並提供建設性的回饋，這種互動可

以促進學生之間的合作，共同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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